
山东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文件

电气院字〔2019〕5 号

电气工程学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修）订

实施办法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是专业建设、人才培养的依据和根本，为更规范、更合

理地制（修）订电气工程学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特制定本办法。

一、培养方案制（修）订周期

根据山东大学本科生院的统一要求，专业培养方案应保持相对稳定性，制

（修）订周期一般为4年，特殊情况下也可以2年或3年。

二、组织机构及责任人

总负责人：电气工程学院院长/专业负责人；

执行人及机构：分管本科教学的副院长、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参与人：专业各模块负责人、各研究所所长、专业核心课程负责人等。

学院院长是总负责人，负责学院专业培养方案制（修）订的总体工作，分

管本科教学副院长协助院长做好组织、协调工作。

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是组织机构，负责学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

（修）订工作及合理性评价。

专业各模块负责人、各研究所所长、专业核心课程负责人等共同参与专业

培养方案的制（修）订工作及合理性评价。

三、专业培养方案制（修）订的工作内容

培养方案制（修）订的工作包含以下具体工作：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



程体系等的制（修）订工作。

四、培养目标制（修）订工作机制

4.1 培养目标制（修）订的原则

培养目标是对专业毕业生在毕业 5 年左右能够达到的职位和专业成就的总

体描述。人才培养目标制（修）订应符合国家战略、行业发展趋势、学校定位、

社会需求等内外部需求，应在充分调研国家战略、行业发展、用人单位、毕业

生、在校生、专业教师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和建议基础上，经过充分分析和论

证后制（修）订。

4.2 培养目标制（修）订的周期

培养目标制（修）订与培养方案制（修）订同步进行。如有特殊情况，经

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同意可进行微调，并报学校本科生院。

4.3 培养目标制（修）订的责任人及执行机构

总负责人：电气工程学院院长、专业负责人；

执行人及机构：分管本科教学的副院长、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参与人：专业各模块负责人、各研究所所长、专业核心课程负责人等。

4.4 培养目标制（修）订流程

培养目标制（修）订过程包括调研国家战略、行业发展趋势、行业及用人

单位等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情况等，结合学校办学定位和专业特色，拟定培养目

标、评价培养目标合理性、确定培养目标等，工作流程如图1所示。

4.5 培养目标制（修）订的其他要求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制（修）订过程中应有行业/企业专家参与。培养目标确

定后应通过纸质版专业培养方案、学院网站、课堂教学、新生研讨课、导论课、

培养方案解读主题班会等多种形式和渠道向社会、教师和学生等公开公示。



图 1 专 业 人 才 培养目标制（修）订流程

五、毕业要求制（修）订工作机制

5.1 毕业要求制（修）订的原则

毕业要求是明确、公开和可衡量的学生毕业时在知识、能力、素质等方面

应达到的基本要求，必须有效支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达成。毕业要求的制（修）

订应坚持自顶向下的设计原则，完全覆盖工程教育专业认证通用标准中的 12

项毕业要求，且具备鲜明的专业办学特色。

（1）首先根据学校办学定位、国家战略、行业需求、行业发展趋势等确定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毕业生在毕业后5年左右应该达到的职

业能力预期。

（2）围绕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根据专业办学特色，制定或修订专业毕业要

求。专业毕业要求应能对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构成有效的支撑，且完全覆盖工程

教育专业认证通用标准所要求的12项毕业要求。

（3）深入解读毕业要求的内涵，即毕业要求指标点分解。毕业要求指标点



分解应对相关内涵进行清晰、准确的表述。毕业要求的解读和指标点分解应符

合由浅入深的教学规律，和由低到高的能力及素质培养规律，并与学校的“基

础/专业基础/专业”课程分类对接。毕业要求指标点分解有助于教师、学生、

用人单位等相关利益方理解毕业要求的具体内容和内涵，有助于教师制定合理

的、可衡量可评价的、能够支撑毕业要求的课程教学目标；同时便于学生理解

其毕业时应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及相关能力的养成规律，从而有意识地

加强学习过程管理和能力培养。

（4）制（修）订专业毕业要求时应该进行充分的调研分析和评价，专业毕

业要求应是明确的、公开的、可衡量的、支撑的、覆盖的，为培养目标的达成

奠定基础。

5.2 毕业要求制（修）订的周期

毕业要求制（修）订与培养方案的制（修）订同步进行。如有特殊情况，

经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同意可进行微调，并报学校本科生院。

5.3 毕业要求制（修）订的责任人

总负责人：电气工程学院院长、专业负责人；

执行人及机构：分管本科教学的副院长、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参与人：专业各模块负责人、各研究所所长、专业核心课程负责人等。

在学院党委的领导下，专业负责人是专业毕业要求制（修）订的总负责人，

分管本科教学的副院长和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是专业毕业要求的制（修）

订的具体执行人和组织机构，负责专业毕业要求的制定或修订及达成情况评

价。专业各模块负责人、各研究所所长、专业核心课程负责人要参与专业毕业

要求的制定或修订及达成情况评价工作。研究所所长和课程负责人要组织任课

教师参与讨论和制（修）订工作。

5.4 毕业要求制（修）订的流程

（1）在专业负责人及教学副院长的领导下，调研行业需求、行业发展趋

势，以及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和往届毕业生的评价情况，学院本科教学指导

委员会根据调研结果制（修）订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2）教学副院长组织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专业各模块负责人、各研

究所所长、及专业核心课程负责人，根据专业办学特色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拟定专业毕业要求初稿，并解读毕业要求的内涵和指标点分解。



（3）专业负责人、教学副院长广泛邀请其它高校、及行业/企业专家评价

毕业要求，各研究所和课程负责人要组织任课教师充分讨论毕业要求及其指标

点的明确性、可衡量性、可评价性、覆盖性、支撑关系等。

（4）教学副院长召集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专业各模块负责人、各研

究所所长、及专业核心课程负责人召开专题会议，根据专业培养目标、专家意

见、任课教师意见等，完成毕业要求的制（修）订。

专业毕业要求制（修）订的流程如图2所示。

5.5 毕业要求制（修）订的其他要求

专业毕业要求制（修）订过程中应有行业或企业专家参与。毕业要求确定

后应通过纸质版专业培养方案、学院网站、课堂教学、新生研讨课、导论课、

培养方案解读主题班会等多种形式和渠道向社会、教师和学生等公开公示。

图2 专业毕业要求制（修）订流程

六、课程体系制（修）订工作机制

6.1 课程体系制（修）订的原则

课程体系是直接影响专业毕业要求达成和学生学习成效的基本要素。专业

应根据制订的专业毕业要求和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结果，制（修）订专业课



程体系。

原则1：课程体系必须全面、有效支撑专业所有毕业要求的达成；

原则2：符合学校对专业课程体系制（修）订指导性文件的要求；

原则3：符合工程教育专业认证通用标准和专业补充标准的要求；

原则4：充分体现专业办学特色；

原则5：课程体系的制（修）订过程必须有行业/企业专家参与。

6.2 课程体系制（修）订的周期

课程体系制（修）订与培养方案的制（修）订同步进行。如有特殊情况，

经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同意可进行微调，并报学校本科生院。

6.3 课程体系制（修）订的责任人

总负责人：专业负责人；

执行人及机构：分管本科教学的副院长、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参与人：专业各模块负责人、各研究所所长、专业核心课程负责人等。

在学院党委的领导下，专业负责人是专业课程体系制（修）订的总负责人。

教学副院长和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是专业课程体系制（修）订的具体执行

人和组织机构，负责专业课程体系的制（修）订及评价。专业各模块负责人、

各研究所所长、专业核心课程负责人要参与专业课程体系的制（修）订及评价。

课程负责人要组织任课教师参与课程体系的制（修）订工作和评价、制（修）

订课程教学大纲。

6.4 课程体系制（修）订的流程

专业课程体系制（修）订过程包括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课程体系的内

外部需求调研分析、课程体系的制（修）订和合理性评价、持续改进等，具体

工作流程如图 3 所示。

6.5 课程体系制（修）订的其他要求

专业课程体系制（修）订过程中要有行业或企业专家参与。课程体系确定

后应通过纸质版专业培养方案、学院网站、课堂教学、新生研讨课、导论课、

培养方案解读主题班会等多种形式和渠道向社会、教师和学生等公开公示。



图3 专业课程体系制（修）订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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